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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孟津县常袋镇石碑凹村有一位老人
过九十大寿，寿筵上虽没有敲锣打鼓的热闹场
面，但老人的举动触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更让绕
膝儿孙们看到了长辈的风范——他曾当过 15
年民办教师，每月能享受 150 元补助。感恩国
家给予的照顾，在生日这天，他把从3年补助里
省下的2000元捐给了挥洒过自己青春的石碑凹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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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全贵（右）在寿筵上与朋友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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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县常袋镇石碑凹村的张全贵老人在九十大寿当天，
把自己省下的2000元补助以一名老教师的身份捐给了家乡小学

感恩国家关怀，情系家乡教育

令张全贵高兴的是，2013年年
初，村干部到他家告诉他，国家对民
办教师有补助政策，只要提交相关
材料能证明他当过教师，就能领取
补助。张全贵在高兴之余，也有顾
虑——由于年代久远，他根本没有
保留能证明自己当过教师的材料。

“我记得当时上级没下发过纸质的
任命通知书，都是口头传达的。”张
全贵说。

没有证明材料，怎么证明自己
当过教师呢？张全贵试着找当年的
同事和学生做证。令人欣喜的是，

经过数日的奔走，他找到了证人，并
最终通过了相关部门审核，认定张
全贵当了15年民办教师。按照规
定，从2013年9月起，他每月可领取
150元补助。

每个月150元补助，对于生活
节俭的张全贵来说不少了。去年
年初，张全贵看着存折上积攒下
来的补助，萌生了一个念头：“如
今生活好了，国家对我这么照顾，
为何不把省下来的钱捐给教育事
业呢？也算是弥补自己当年的一
个遗憾。”

张全贵考虑一番后，决定再积
攒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把这笔钱
捐给家乡小学，给孩子们买学习用
品。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子女们
时，大家都表示支持。

“父亲一直挂念着家乡小学的
发展，他能这样做，作为儿女，我们
为他深感自豪！”老人的五儿子张天
正说。“父亲通过自己的方式，为教

育事业尽绵薄之力，也算是实现了
他多年的心愿。”老人的六儿子张天
宾说。

90 岁生日将近，张全贵看着
领取补助的存折上省吃俭用攒
了 3 年的钱，决定把这笔钱借生
日机会捐献给家乡的教育事业，
也借此感谢国家给予民办教师
的照顾。

老人时刻挂念着家乡教育，愿为教育事业尽绵薄之力

为感谢国家对民办教师的照顾，老人萌生捐款念头

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为何
要向家乡小学捐款？用张全贵
的话说，就是“想弥补自己多年
的遗憾”。

新中国成立前，张全贵从当时
的洛阳县中初中毕业，因为动乱没
有继续求学。1948年，他偶然得到
去家乡石碑凹村当小学教师的机
会。对于22岁的张全贵来说，教师
是他一直崇敬的职业，他怀着激动
和不安的心情接受了任命。在经过
教学方面的相关培训后，当年秋天
他到该村小学任教。

“当时教师不像现在分得这么
细，语文、数学等科目都由我一个人
教。”张全贵回忆说，他非常热爱这

个职业，并享受着教学带来的成就
感。在村里教了一年学后，他又被
调到邻村一所小学任教。在随后的
几年里，他辗转去了不少学校教
学。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教学，
任劳任怨，并竭尽所能地把自己的
知识传授给学生。

1963年是转折之年。当年，张
全贵和爱人已经养育了7个子女。
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照料，他肩上
的担子越来越重，最后只好咬牙辞
职，回到家里种地养活家人。

为家人放弃所热爱的事业，成
为张全贵多年来内心的遗憾。“当时
真是形势所迫，实在没办法。”提及
往事，张全贵不禁潸然泪下。

为家人放弃当教师，成为他内心的遗憾

张全贵，孟津县常袋镇石碑凹
村人，膝下育有9个子女，现住在市
区六儿子张天宾家。

25日，天刚蒙蒙亮，听到外面叽
叽喳喳的鸟叫声，张全贵再也睡不
着了，把早早备好放在枕头下的那
笔钱又数了一遍。这一天，对老人
来说意义不同寻常——子孙们为庆
祝他90岁生日，要为他举办一场寿
筵。在寿筵上，他打算把攒下的
2000元以一名老教师的身份捐给家
乡小学。

“我曾在家乡石碑凹村等地
当过 15年民办教师。”张全贵说，
3 年前，得益于国家对民办教师
的政策照顾，他每月能领到 150
元补助。

中午时分，张全贵身着红色唐
装、胸戴红花来到寿筵上。面对众
多亲戚朋友的道贺，他一一感谢后，
郑重地把2000元交给请来的石碑
凹小学校长翟新周。翟新周说，他
代表学校的孩子们向张全贵老人说
声“谢谢”。

寿筵上，老人将2000元捐给家乡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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